
106 學年度臺中市推動海洋教育重要執行成果報告 

壹、 前言 

教育部自 97年起連續三年推動海洋教育，而大臺中於 99年 12月 25

日縣市合併之前，原有臺中縣、臺中市各自依縣市地理環境特色及人文需求

規畫海洋教育推動策略，分別呈現不同發展風貌。其中，原臺中縣地區以永

安國小為資源中心，規畫一系列河口生態體驗及海洋生態教學課程，結合海

洋生物博物館資源推動多項海洋教學課程並發展遊學、戶外教學課程，更有

許多海洋生物相關的出版品。原臺中市區域以南屯區黎明國小為資源中心，

跳脫不臨海的條件限制，發展雲端資源中心概念，結合國立自科學博物館辦

理全市性國中小活力海洋科學園遊會、動力船大賽等相關活動，並挹注資源

於弱勢學生族群，結合攜手計畫辦理多次弱勢家庭親子海洋體驗活動，對於

海洋教育植基家庭有極大的功能。 

縣市合併之後，臺中市擁有 41公里海岸線，從大安溪到大肚溪；從梨

山到臺中港、從三大河川、綿密支流、大小圳溝、到河口濱海濕地與海港，

組構臺中市豐富又多元的海洋資源，大自然與環境共生共存的話題也最具多

樣性。 

大臺中海洋教育就在整合山、海、屯與原有都會中心思維的概念下，透

過海洋教育資源中心及海洋教育特色學校之合作，並結合各類民間資源的運

用來廣化、深化海洋教育內容，藉由整合生活環境和人文科技以提升全民對

海洋教育的認知層次，成為 106學年度推動海洋教育的目標。 

貳、 背景說明 

甲、整體發展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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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整體推動策略 

一、展現並宣導海洋資源中心執行成果，以資源中心及特色學校力量推展

在地海洋教育。 

二、整合本市各單位、中心學校及輔導團等資源，扮演海洋教育資源整合

平台。 

三、結合大學、社教機構或民間機構規劃跨區策略聯盟，建置海洋教育支

援網絡及資源共享平台。 

四、加強校際間及跨縣市海洋教育經驗觀摩及交流研習，提升教師、學生

海洋教育知能，以落實深耕在地海洋教育。 

丙、核定執行項目 

一、召開海洋教育推動小組會議 

二、海洋教育資源中心繼有網站維護 與擴充服務 

三、建置臺中市海洋教育資源分享與服務機制 

四、建置教學資源專區與主題學習資源區 

五、大臺中海洋教育總動員活動-小尖兵導覽趣體驗學習活動 

六、結合海洋特色課程學校辦理在地教/遊學活動 

七、海洋教育教材教案或教學媒體徵集活動 

八、製作海洋教育文宣品推廣海洋生態環境保育 

 

參、執行成果與檢討 

甲、執行成果彙整（如課程發展、教學實踐、研發成果、活動內容與照片、

意見回饋等） 

編

號 
活動名稱 活動內容概述 

活動

對象 
人次 主要成果敘述 

1 
海洋特色

遊學 

結合本市「特色學校遊

學計畫」整合文化、藝

術、鄉土、海洋生態環

境等資源，轉化為教育

現場教材，擴展學生學

習領域，增加學習經

驗，提升學習效果，以

培育學生海洋基本知

能與素養，增進學生對

海洋文化的認識，並培

養保存、傳遞及創新的

觀念。 

本市

各國

中小 

合計

15校

600 

人次 

延伸校內海洋教學課

程，充實學童知識領

域。學生藉由教師導

覽，瞭解海洋生態環境

資源，提昇海洋基本知

能與素養。透過行前討

論、實地體驗、事後省

思與分享，學生對海洋

文化有更深入的認

識，培育學生具備親

海、愛海、知海的國民

特質 



2 

海洋小尖

兵導覽培

訓 

成立各校海洋導覽小

尖兵，進行系列培訓課

程，培養學生海洋教育

專業素養，強化學生口

語表達與全方位解說

能力。 

本市

各國

中小 

合計 5

隊 50 

人次 

各校報名之小尖兵，經

過海洋素養、戶外探

查、觀察培訓、闖關遊

戲設計等 5次課程

後，建立正確觀念以良

好口語表達解說能

力，成為襯職的海洋小

尖兵。 

3 

海洋小尖

兵成果發

表 

運用全市性科學園遊

會規劃「海洋教育主題

區」設關導覽，進行海

洋教育週宣導活動。並

透過楷模學習，使小尖

兵成為一顆顆在地的

活力種子，在各校落地

生根，成為發展並深化

各校海洋教育特色課

程的一大助力。 

本市

各國

中小 

合計

1500

人次 

培訓後之海洋小尖

兵，於科學園遊會設置

海洋教育主題區，小尖

兵自行設計豐富多元

有趣的關卡，以導覽的

方式帶領其他學生認

識海洋生態、提升海洋

素養。 

4 
海洋教育

專車巡迴 

結合民間資源辦理海

洋教育巡迴專車（內含

螃蟹、海膽化石車、海

洋 DIY、海洋生態闖

關）至各校辦理巡迴教

學活動。 

本市

各國

中小 

合計 3

校 250 

人次 

以海洋專車巡迴方

式，至各校引領學生親

近、了解海洋生態，深

化海洋教育，達成潛移

默化之效。 

5 

海洋教育

相關藝文

活動 

例如海洋故事書籤創

作大展、戲劇、美術作

品、繪本、文學創作、

陶藝與沙雕等作品，可

配合假期作業展，教導

學生透過觀察、欣賞進

而創作 

本市

各國

中小

自行

辦理 

9000

人次 

各校配合假期作業

展，提供親子一同學習

的機會，可在互動中增

加海洋教育知能。學生

藉由同儕作品的觀

摩，提高對於海洋生態

的興趣。 

6 
親海體驗

活動 

利用校外參觀體驗活

動，讓學生親近海岸，

發現生物多樣性，認識

臺灣之海洋生態環

境，進而激起愛護自然

環境之決心，培養維護

「海洋生態」的觀念。 

本市

各國

小自

行辦

理 

3000 

人次 

參訪體驗地點各校不

一，以溫寮溪紅樹林、

彰化王功、臺南四草、

屏東海洋生物博物館

最受學生歡迎。凸顯台

灣海岸資源及生態多

元、豐富之優勢 



7 游泳教學 

運用游泳教學課程，提

升學生親水技能，做為

未來參與海洋休閒活

動之基礎。 

本市

各國

小自

行辦

理 

約

60000

人次 

配合教育部游泳教學

政策，學生的學習意願

頗高，對親水教育、海

洋教育之意識，有一定

的成效。 

8 

校本海洋

教育特色

課程 

學校培訓海洋教育解

說志工團隊，包含：退

休教師、愛心志工、校

外對海洋生態有興趣

的人士，整合校內海洋

教育資源，提供校本海

洋教育特色課程與服

務。 

北屯

區文

昌國

小、

大安

區海

墘國

小 

2000 

人次 

海洋課程活動的推

廣，增加孩子們對海洋

的認知，在體驗探索的

過程中，加深孩子們的

科學概念，進而學習珍

惜海洋資源，懂得如何

保護我們的海洋。 

9 

海洋教育

教材製作

增能研習 

透過研習研擬在地化

海洋教育教學模組、 

分享海洋教育有效教

學策略、效教學活動。 

本市

海洋

教育

資源

中心 

50 人

次 

研擬出海洋教育在地

化教學模組、分享海洋

教育有效教學、多元評

量教學策略、製作海洋

教育教材 

 

乙、問題檢討與改善計畫（如過程檢討、問題發現、解決策略等） 

一、海洋議題增能 

1.推廣海洋網路教學資源運用，以達創新教學、提升教學成效之目標。 

2.各校的海洋教育人員受限於學校教師數，未能編制為單一議題小組，

大部分是配屬於自然領域下面的次團體居多，因此無法有效進行海洋

教育教師的人員訓練。 

二、海洋教育資源網絡 

1.蒐集相關資料教材及媒材進行建置，提供海洋教育資訊及教學資源。 

2.鼓勵教師以各領域課程結合海洋議題，運用海洋教育相關媒材進行教

學。 

3.因經費與人力有限，無法提供本市大多數學校相關海洋教育體驗服

務。 

三、海洋小尖兵導覽活動 

1.活動日期均為假日，學校指導教師較難出席參與。 

2.培訓期程為期半年，考驗小尖兵的耐心與專注，培訓成功的小尖兵更

顯優秀。 

  



附件 

106 學年度臺中市推動海洋教育活動照片 

  
 

106海洋科普繪本評選 106海洋教師增能研習 106海洋維運中心會議 

   

海洋導覽小尖兵甄選 導覽小尖兵培訓-生態闖關趣 導覽小尖兵培訓-海濱生態解說 

   

文昌國小海洋遊學 

大安沙雕季-花博主題創意沙雕展 

北區中華國小-海洋教育課程 

探索貝殼沙的奥秘 
翁子國小的撒網初體驗 

   

北屯區文昌國小海洋小解說員 

對雲林學生進行導覽解說 
螃蟹車到校做螃蟹生態解說 臺中市海洋教育志工培訓 

 


